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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金融界人士或关注金融界的人士可能永远都无法忘记“黑色星期一”——2008年9月15日，以及从
那天开始的“黑色一星期”。
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发端，紧接着是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随后是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申请
变更为银行控股公司，一周之内华尔街最大的四家独立投资银行全部消失。
当然，相伴随的还有道·琼斯等指数的狂跌，以及难以想象的对美国甚至全球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全世界恐怕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过华尔街，虽然它一直被关注着。
华尔街到底是什么？
怎么了？
为什么？
⋯⋯无数的问题需要回答，肯定也会有比问题更多的答案。
《回眸华尔街投行系列》并不尝试给出任何具体的答案，而只是希望通过对若干个案的尽可能通俗的
叙述提供点引发思考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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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尽可能做到了真实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此书旨在让读者了解有“十九条命的猫”美称的华尔街的宠儿，雷曼兄弟公司，怎样由小到大，历经
风雨称雄华尔街，又怎样身陷次贷危机，最终惨淡谢幕的历程。
我们以叙述的方式，立足于史实，尽量客观地介绍雷曼兄弟公司158年的重大事件，以及雷曼兄弟公司
破产后全球金融风暴的演变，特别是中国从中能够寻找到怎样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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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开拓者的足迹激情与梦想——到美国去雷曼的建立雷曼的创始人亨利·雷曼（Henry
Lehman）1821年生于德国，父亲是一位犹太贩牛商人。
也许是因为身为犹太人，亨利·雷曼和他的兄弟们都具备着成功商人所必备的不畏苦难、勤奋坚忍、
满怀希望、把握时机的秉性，而且还传承了犹太人独到的经商天赋和对财富敏锐的嗅觉，这些都是日
后成功创立并不断壮大雷曼所必备的条件。
亨利离开故土只身来到美国打拼是在18世纪中期。
由于维也纳会议，当时的德国被分裂成38个经济和政治上都互不相干的独立国家。
在很多小邦中，封建色彩很浓厚，有的连国会都没有，政治、经济都把持在地主贵族手中。
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仍以手工工场和小手工业为主，而政治的分裂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反观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陆，自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取得了显著进步。
北部工业迅猛发展急需劳动力，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是当时欧洲的两倍多，南部和西部肥沃而广袤的土
地等待开垦。
到处都是机遇，遍地都是财富，一片生机勃勃。
于是，1844年，年仅23岁的亨利·雷曼像那时许许多多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对美洲大陆
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远渡重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
在他眼中，美洲大陆就是一片承载着激情与梦想的乐土，只要勤奋就能致富，生活充满希望。
来到蒙哥马利后，亨利开起了一家名为H.Lehman的纺织品商店，经营纺织品、杂货，并为当地的棉农
提供生产器具。
凭着勤勤恳恳的经营，3年之后生意步人正轨且日渐兴隆。
在这期间，亨利通过书信向远在德国的家人们描述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和所见所闻。
亨利的兄弟们被他笔下那些新奇的事物和美国的繁荣所吸引，更为亨利事业的成功所鼓舞，也梦想着
有朝一日能踏上那片新大陆，开创一片自己的天地。
就在这时，反犹太浪潮席卷欧洲，很多国家恢复了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德国也不例外，留在德国的
雷曼兄弟们生活越来越艰难。
于是，亨利的兄弟们先后离开家乡，到美国投奔亨利。
第一个来的是伊曼纽尔·雷曼（Emanuel Leh-man），1847年商号随之改名为H.Lehman and Bro。
后来，随着梅耶·雷曼（Mayer Lehman）的到来，1850年商号又改名为Lehman Brothers（雷曼兄弟）
。
自此，雷曼兄弟的名字产生了。
三兄弟也许没有想到，多年之后雷曼兄弟会成为华尔街投资银行中响当当的名号。
他们更不会想到，158年后的今天，雷曼兄弟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棉花生意：雷曼兄弟的第一桶金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农业大发展时期。
农具的改良、农业的初步机械化、农业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不断供应，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都为美国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南部地区则形成了一个包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等10个州的棉花地带，总面积达40万平方
英里。
这里土壤松软，日照时间长，雨量充沛且降雨适时，非常适合棉花生长。
河川溪流众多，便于交通运输。
1793年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更使棉花生产变得十分有利可图。
南部的奴隶主们纷纷建立起棉花种植园，利用奴隶进行棉花生产，再将原棉销往北部的纺织厂或直接
出口欧洲。
内战前，南部出口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供应量的3/4。
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北部的棉纺织业嗷嗷待哺，主要都依靠南部供应原棉。
“棉花就是大王”。
种植园主所控制的南部有了“棉花王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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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所在地阿拉巴马州就位于美国著名的“棉花王国”之中。
雷曼三兄弟自然明白棉花的价值，但那时他们还没有大规模经营原棉贸易的本钱。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雷曼兄弟们发现，棉农的资金链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在原棉出售变现之后，棉农的资金自然很充裕，但在出售之前，他们手中并没有太多现金可用于日常
消费，特别是在棉花收获的季节，各种开支会突然增多，而收入还没有实现，这时是棉农手头最紧的
时候。
于是，雷曼兄弟们首创了一种“以棉代币”的经营方式，即允许现金不充裕的棉农用原棉代替货币与
其交换商品，这样就可以解决棉农们资金短期不足的问题。
之后雷曼兄弟们再将原棉运往北方销售，又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就这样，雷曼兄弟又做起了原棉的采购和批发生意，几年之后棉花生意成了雷曼兄弟的主导产业。
1855年，年仅33岁的亨利·雷曼因患热病去世，其余两兄弟继承了商号，并继续扩大棉花等商品的贸
易与中间商业务。
到了1858年，随着北方工业化的进步和棉纺织业的兴旺发达，原棉交易中心由南部迁至纽约。
为了便于抓住商机，年仅32岁的梅耶·雷曼独自移居纽约，在曼哈顿区莱伯特大街119号开了一家分支
机构，这一举动为后来总部北迁和进军华尔街打下了基础。
雷曼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兴旺，财源滚滚而来，到内战之前已跻身到奴隶主阶层。
乱世出英雄——内战风云19世纪50年代的10年中，雷曼兄弟的生意一直经营得非常红火，在整个南部
地区建立了不少分号。
但繁荣之中危机暗藏，内战的阴影正向他们笼罩过来。
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经济发展是按两条路线进行的。
在北部和西北部各州，工业革命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在南部各州，由于市场的广
阔和奴隶制度的广泛存在，利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经济也在快速发展。
由于奴隶劳动极为廉价，南部奴隶主拒绝在种植园采用新技术，这就阻碍了农业的机械化和工业市场
的扩大，因而遭到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
此外，奴隶主热衷于土地的扩张，在新扩张的土地上建立奴隶制，这又与希望向外扩张的工业资产阶
级产生了矛盾。
这种矛盾随着北方工业化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日益尖锐，而林肯竞选的胜出进一步激化了这一矛盾。
1861年，北方自由雇佣劳动制与南部奴隶制度之间的一场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封锁与反封锁雷曼兄弟的生意在内战中受到了极大冲击，这源于战时北方对南方的封锁。
南方在战前对外依存度很高，只生产棉花、烟草等几种经济作物，而粮食和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则完全
依靠从北方或欧洲进口。
只要将南方对外边境全部封锁，让其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南方就会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阵脚自乱。
所以封锁南部是北方的重要战术之一，而封锁的重点就是南方的主产品——棉花。
北方以小麦的出口贸易为条件要挟欧洲，使之放弃与南部的棉花贸易。
南方生产的棉花和烟草运不出去，无法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导致南方军备不足，士气低落，明显处
于被动。
棉花生意是南方经济的命脉，同样也是雷曼兄弟业务的重点。
北方封锁了南部的棉花贸易之后，雷曼兄弟收购的棉花就没有买家，资金立刻紧张起来。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勇敢出击。
已移居纽约的梅耶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北方政府，南方受封锁，北方的棉纺织业就没了生产原
料，他们同样深受打击。
于是，他利用自己身在北方之便，多次穿梭于南北封锁线，顶着硝烟战火将伊曼纽尔在南部收购的原
棉偷运给北方的棉纺织商，再换取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偷运回南方。
梅耶的这一勇敢举动保住了雷曼兄弟的商号。
出使北方雷曼兄弟的反封锁行为不但使其自身逃过一劫，还成功地帮助南方大大缓解了物资短缺之苦
，所以深受南部联邦政府的尊敬，梅耶也得以与里士满当局发展起亲密的关系。
虽然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位新公民，却成了当局颇为信任的交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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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阿拉巴马州政府曾请梅耶北上，代表州政府请求救援。
带着南部联盟政府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一封信，梅耶出使北方，希望能游说北方政府格兰特将军同
意由他组织一支南方战俘救援团，以帮助在战争中被俘的大量南方战俘。
阿拉巴马的官员还单独写了一封推荐信，将梅耶描述成“一位品质卓越的商人，南方优秀的爱国者之
一”。
虽然梅耶在反封锁中的功绩很大，但他当时在南方的声望以及交际手腕还都不高，雷曼商号的大名刚
开始广为传播。
所以他虽然出使北方，却始终未能跟格兰特将军见上一面，更别说进行游说了。
幸好美国也讲究“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梅耶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能在战火中保住自家产业已属不易，同时又帮助政府解决战时物资就
更难能可贵了，更不用说代表政府出使敌方。
若非具有超乎常人的胆识与机敏，这些都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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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巨人之死:雷曼兄弟》讲述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美国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宣告终
结。
在市场搏击中，是什么原因让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顷刻之间便“樯橹灰飞烟灭”？
让我们通过《回眸华尔街投行系列》去揭示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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